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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使用长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病例特征，为长效抗精神病药物适用患者研究提供依据。

方法 通过上海市精神卫生信息管理系统收集2020年6月—2022年6月上海市长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病

例资料，描述性分析人口学特征、患病和服药情况。结果 纳入长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病例2 684例，年

龄为（46.92±12.39）岁；男性 1 246例，占 46.42%；女性 1 438例，占 53.58%；无业 1 397例，占 52.05%；初中及以

下学历1 429例，占53.24%；未婚1 301例，占48.47%；经济状况差832例，占31.00%；看护人以其父母为主，1 507
例占 56.15%。病程以≤10年和＞10~20年为主，各 860例，占 32.04%；自知力不全 1 963例，占 73.14%；住院次数≥1
次1 570例，占58.49%。持续服药2 486例，占92.62%；服药方式以他人喂药为主，1 947例占72.54%；服药依从性以

按时按量服药为主，2 437例占90.80%。结论 长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病例以青壮年、未婚、无业、自

知力不全、持续服药和他人给药为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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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using long-acting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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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using long-acting antipsychotic medica⁃
tions,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applicable population of long-acting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s. Methods Data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using long-acting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s in Shanghai City from June 2020 to June 2022 were
collected through Shanghai Mental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llness and
medication use of patients were descriptively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2 684 schizophrenic patients using long-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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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had a mean age of (46.92±12.39) years, with 1 246 males
(46.42%) and 1 438 females (53.58%). There were 1 397 unemployed cases, accounting for 52.05%; 1 429 cases with
an educational level in junior high school or below, accounting for 53.24%; 1 301 unmarried cases, accounting for
48.47%; 832 cases in poverty, accounting for 31.00%. The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ere mainly their parents, with
1 507 cases accounting for 56.15%. The courses of illness were mainly ≤10 years and >10-20 years, with 860 cases
each, both accounting for 32.04%; 1 963 cases with incomplete self-awareness, accounting for 73.14%; 1 570 cases
hospitalized at least once, accounting for 58.49%. There were 2 486 cases with continuous medication, accounting for
92.62%. The main method of taking medication was given by others, with 1 947 cases accounting for 72.54%. The
medication adherence was mainly taking medication on time and in the right amount, with 2 437 cases accounting for
90.80%. Conclusio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using long-acting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s are
young, unmarried, and unemployed adults, with incomplete self-awareness, continuous medication and medication given
by others.
Keywords: schizophrenia; long-acting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 medication adherence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反复发作、致残率高的慢性精

神障碍，需要长期的综合治疗，给病例及其家属带来

较大负担［1-2］。多项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病例持续

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可显著提高病例生活质量［3］，降

低医疗费用［4］。口服常规抗精神病药物是精神分裂

症病例的首选治疗方式，但病例的治疗依从性往往较

差，可影响康复进程，导致疾病加重或复发。长效抗

精神病药物提供可靠的释药系统和稳定的药代动力

学［5］，通过减少给药频率提高精神分裂症病例治疗

依从性，改善病例整体预后情况［6-10］。上海市 2020
年出台了《上海市社区严重精神障碍病例使用长效治

疗药物工作方案》，截至 2022 年 6 月，上海市登记

在册的精神分裂症病例共 43 132 例，其中接受长效

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病例仅 2 684 例。本研究分析上

海市长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病例特征，

为长效抗精神病药物适用患者研究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以 2020 年 6 月—2022 年 6 月上海市登

记在册的长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病例为

研究对象，均符合《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

分类（第十次修订本）》（ICD-10）精神分裂症的诊

断标准。人口学资料来源于上海市精神卫生信息管理

系统精神疾病基本信息系统，疾病资料来源于上海市

精神卫生信息管理系统精神疾病防治康复记录系统。

1.2 方法

收集病例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就业情况、文

化程度、婚姻状况、经济状况、看护人与病例的关

系、病程、自知力、住院总次数、服药时间、服药方

式和服药依从性等。采用 Excel 2003 软件整理数据，

描述性分析长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病例

的人口学特征、患病和服药情况。精神分裂症病例使

用的长效抗精神病药物已被纳入《上海市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主要包括棕榈

酸帕利哌酮注射液、癸氟奋乃静注射液、癸酸氟哌啶

醇注射液和五氟利多等。

2 结 果

2.1 人口学特征

长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病例 2 684
例。男性 1 246 例，占 46.42%；女性 1 438 例，占

53.58%。年龄为（46.92±12.39）岁。初中及以下学

历 1 429 例，占 53.24%；高中 728 例，占 27.12%；

大专及以上 527 例，占 19.63%。未婚 1 301 例，占

48.47%。经济状况差 832 例，占 31.00%。病例在接

受长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前，看护人以其父母为主，

1 507 例占 56.15%。见表 1。
2.2 患病情况

长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前，病程以≤10 年和>

10~20 年为主，各 860 例，占 32.04%。自知力不全

1 963 例，占 73.14%；完全 583 例，占 21.72%；缺

失 138 例，占 5.14%。住院次数以 0 次为主，1 114
例占 41.51%。见表 1。
2.3 服药情况

长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前，持续服药 2 486 例，

占 92.62%；间断服药 137 例，占 5.10%；未服/拒服

57 例，占 2.12%；医嘱勿需服药 4 例，占 0.15%。

服药方式以他人喂药为主，1 947 例占 72.54%；自

行服药 676 例，占 25.19%；不服药 57 例，占

2.12%；医嘱勿需服药 4 例，占 0.15%。服药依从性

以按时按量服药为主，2 437 例占 90.80%；不按时

按量服药 186 例，占 6.93%；不服药/拒药 57 例，占

2.12%；医嘱勿需服药 4 例，占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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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分析了 2 684 例长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

精神分裂症病例资料，性别构成方面未发现差异，与

SUETANI 等［11］报道一致。病例年龄主要在 46 岁以

下，符合严重精神障碍病例以青壮年居多的现状［12］。

病例以初中及以下学历、无业者居多，与既往研究结

果［13-14］一致。精神分裂症预后不佳、病程长、易迁

延等特征导致部分病例表观症状明显及回归社会困

难，可能是未婚病例居多的原因之一。长效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相关费用可由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和区财政托

底保障，缓解了病例的经济压力［15］，因此本研究中

经济状况差病例的比例较高。

精神分裂症病例通常需要看护人照料［16-17］。本

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病例的看护人以其父母为主，

可能原因是部分病例发病较早，发病时未婚并长期维

持未婚状态，因此父母是优先选择。部分病例父母年

龄较大，有效督促病例服药较难，提示可针对看护人

身份重点开展长效药物的政策宣教工作。

本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病例在长效抗精神病药

物治疗前，自知力不全、病程相对较短和有住院史的

比例较高。病程短、住院次数多的病例的监护人可能

对病例社会功能恢复有较高的需求。长效抗精神病药

物可提高病例服药依从性、减少住院次数，有助于降

低疾病复发风险［18-20］，可能使病例或其监护人对该

药物的接受度更高。在长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前，以

持续服药、按时按量、他人喂药为主，与姜璎慈

等［21］研究结果类似，为筛选长效抗精神病药物适

用人群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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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病例基本情况和患病情况

Table 1 Demographic and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 using long-acting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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